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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多次会战的真实场景上，着力刻划、展现了一火批川军的抗日英雄。
其中，有壮志束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有在台儿庄大战的前奏、至关
重要的滕县保卫战中，率部打得惊天动地决不后退，直至全军阵亡的王铭章将军；有侥幸逃生，却在
尸山血海中冒险背出王铭章遗体，共有传奇色彩的副官李少昆；有以身殉国的李家钰、饶国华等高级
将领及一大批普通军民。
书中，对一些国民党大员的朝令夕改，未战先逃及抗战未停，就蕴酿新的内战阴谋等，也有相当生动
的揭示。
    环环紧扣的故事情节，大起大落的人物命运，大开大合的战争场面，生动细微的艺术描写，构成了
本书特有的文学魅力。
读来令人回肠荡气，掩卷思索，给人深刻的启迪。
    毫无疑问，本书是抗战文学园地中一株引人注目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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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怪事一桩，川军援晋反求阎锡山　　飞机正在飞越秦岭。
　　这是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七年的仲秋时节。
这天天气很好。
笼罩在巍巍秦岭上空的巨大苍穹，浩瀚深邃，一碧万顷，像块硕大的水洗过的蓝玻璃。
在远远的天边，贴有几缕透明得薄羽似的白云，恍然一看，动也不动，细看，却是云舒云卷。
横亘在川陕边界上的秦岭，在纯净得近乎透明的金阳朗照下，色彩不断地变幻、跳跃。
由四川境内的一派油绿翠葱，向陕西方面逐渐演变：先浅黄、后深黄、橘红⋯⋯最后一个跳跃，变成
了一派如火如荼的红，漫山遍野的红，好看极了。
　　如此斑斓的色彩，如此优美的画面，完全掩盖了秦岭的险峻和连结川陕之间的蜀道的万般艰难。
唐代大诗人、诗仙李白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黄鹤
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 ⋯⋯　　这时，如果坐在飞机上出川，往下俯览的是一位采风的画
家，看到的必然是一幅很美的连轴大画，灵动、潇洒而大气。
这样的大画，只有那位在蜀中沱江边甜城内江出生，并吮吸着巴蜀大地上丰沛厚重的历史文化学养长
成、成才并走向全国，走向了世界的超一流大画家，美髯公张大千才能画得出来的。
如果是诗人，那他一定会触景生情，或许还会想起，同样是从蜀中走出去的，以诗书画三绝闻名于世
的苏轼，耳畔响起苏轼“红叶黄花秋意晚，千里念行客，飞云过尽，何处寄书得”类佳词妙句。
　　然而，这个时候，坐在这架专机上出川公干的俩个人，既不是画家，也不是诗人，他们是首批率
军出川抗日的国民政府第二十二集团军正副司令兼45、41军军长的邓锡侯和孙震。
他们的心情，与这样美好的景色恰好相反。
他们忧思重重，心都要操碎了。
他们，是这天午后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的，他们要飞去太原，急着去找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交
涉、夯实一件要事。
　　邓、孙二人，在蜀中可谓如雷灌耳。
时年48岁的邓锡侯，字晋康，1924年曾一度任四川省省长。
在川内历次的政治、军事斗争中，都是一把好手，游刃有余，他有个绰号叫“水晶猴”，由此可以看
出他处事之圆滑。
孙震，字德操，成都人，时年44岁，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生。
在辛亥革命、讨袁护国以及四川多年的军阀混战中，也是际会风云的人物。
他们都是国民政府的陆军上将。
　　他们性格迥异。
孙震始终坐姿如松，保持着一个固有的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姿态。
他高高的个子，隆准剑眉亮目，姿颀长笔挺，四肢匀称，身着黄呢将军服，领章上佩金光闪闪的将星
，显得很威风很有精神，显得比实际年龄轻。
他将大盖帽揭来放在茶几上，却一直调过头去，双手伏在舷窗上，注视着从舷窗下急速闪过的景致。
有棱有角的长条脸上，剑眉紧锁。
剑眉下，一双黑亮的富有穿透力的眼睛，似乎想穿云破雾，看清下面的什么，满脸的焦急、忧虑。
坐在他对面的邓锡侯，中等个，宽面大耳，大刀眉，双目有神，身材横厚。
上飞机后，他一直在假寐。
身着黄呢将军服的他，似乎置身于如此温暖的机舱中还嫌冷，将披在身上军呢大衣抄在手上，好像是
想把自己包裹起来似的。
这会儿，他虽然闭着眼睛，斜靠在沙发上假寐，但一张圆盘大脸上一副稍微下垮的大刀眉，却在不时
抖动，这就暴露出了他内心其实也是波澜起伏，心情同孙震是一样的。
　　水晶猴之所以保持这个姿势，除了表示镇静之外，还想将其内心的不安、焦急，甚至痛苦得到一
些压抑，减缓。
诸葛亮有句名言：“宁静以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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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越是在个时候，内心宁静一些，对即将到来的软性斗争，思考得更为周详一些。
　　机舱内很静。
前面隐隐传来飞机沉稳的马达声，他们带来的几个人都坐在后舱，有事可按铃。
一缕明亮而纯净的金阳，透过小小的椭圆形的舷窗洒进来，跌成无数金色的碎斑，在舷窗内，在两个
将军的身上跳荡、闪烁，编织出一个个梦幻般的图案。
他们的思维，也像这些跳荡的金斑，忽前忽后地跳跃起来。
　　算起来，这时，他们的部队：二十二集团军先行出川的41、45不足两个军，计四万余名身着单衣
短裤，身背斗笠和大刀，打绑腿，穿草鞋，持劣质步枪的兵，历时半月，靠脚步一步步地丈量，已经
走过了成都平原，艰难无比地跋涉过了气候恶劣、道路险峻的巍巍秦岭金牛道⋯⋯应该是出川了。
　　一切，都来得太陡！
　　“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早在六年前“九一八”事变后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的日本，一不做，
二不休，悍然对我国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想一口吞掉中国。
这就一下子把长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执中华民国最高权柄的蒋介石逼到了历史死角，要他迅速
作出抉择：是坚持内战还是抗日？
在全国各党各派和全国人民救亡图存，坚决抗日的怒涛冲击下，蒋介石不得不于月前在南京召开最高
国是会议，决定国策。
会上，抱病出席会议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时年47岁的陆军上将刘湘，成了众望所
归的主战派代表人物。
他在会上慷慨陈词，提出必须抗日！
而战端一开，四川可以立即出兵30万，提供壮丁500万，提供粮食千万石⋯⋯数字惊人！
总之，他表示，竭天府之国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支持抗战；并在战时，将四川打造成一座坚强的抗战
堡垒，全国可靠的大后方。
他甚而说，当今谁不抗日，谁就是亡党亡国的民族罪人，当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
他的发言，埋所当然地受到与会绝大多数主战派的热烈欢迎，一时掌声如雷。
让主张曲线救国，亲日派首脑汪精卫的主要政治发言人，历史上曾经当过中共一大代表，后来退出共
产党加入国民党，时任国民党中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要时跳出来大放厥词的周佛海也不敢站出来
发表意见了，在一边闭声闭气。
会议呈现出一边倒。
历史上，天府之国四川，在中国的地位向来举足轻重，“四川王”刘湘此举，毫无疑问，给尚在犹豫
的蒋介石背上猛推一掌，蒋介石抗战的态态一下变得坚决起来。
他随后发表了抗日宣言，谓：抗战开始！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皆有抗战守土之责任⋯⋯就此，中华民族与日本决一死战的既轰轰烈
烈，又悲壮惨烈的全民抗战开始了。
　　在不明究里的人眼中，刘湘何以前后判若两人？
众所周知，“四川王”刘湘，长期以来将天府之国四川看成是他的一统天下。
为此，他与一心插手四川的蒋委员长蒋介石进行了长期的，明里暗里的，有时甚至是尖锐的，动刀动
枪的斗争。
个中原因其实很简单。
刘湘是个强烈的地方主义者、更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
当外敌入侵，国家民族命运系于一发之际时，他这样舍小我而就大我，是必然的，非常符合他的人生
逻辑。
　　但是，刘湘此举在川内遇到的阻力是相当大的。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他回到成都后的一件事。
回到成都当天，他立刻召开了一个会，与会的尽是川中要人。
会上，甫帅向大家通报了南京最高国是会议上的种种，他的坚决抗日态度，准备采取的举措；以及会
后，与会的中共要人，同为川人、被广泛称为总司令的朱德，还有董必武；桂系首脑人物李宗仁、白
崇禧；“云南王”龙云等，都相继到他下榻的金陵大饭店看望他，对他在会上的发言，对他抗日的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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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态度表示肯定、赞赏，并希望在以后的抗战中与四川携手，共赴国难等等。
然后，刘湘像征性地征求大家意见。
　　刘湘在四川有很高的威信。
人们尊称他为甫帅、甫公。
一般而言，甫帅、甫公不管在什么场合，总是言出令行，没有人敢吆言半句，说个不字。
然而，这次不同了。
甫帅话刚落音，就有一个人站起来表示公开反对。
这个人不是别人，竟是刘甫帅向来最为信任、可谓是言听计从的张斯可。
甫帅和张斯可长期以来，上下关系非常融洽、默契。
在公开场合，张斯可只有给甫帅唱赞歌的，从来没有唱过反调。
　　这就不禁让大家一惊，也让甫帅明显一惊！
甫帅当然知道，对他在最高国是会议上的发言、表态，在四川，在他的背后，反对意见不少。
有的，还相当强烈。
但让甫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张斯可这回竟充当了反对者的代言人。
　　张斯可，字张再，四川资中县人，他是刘湘早年就读四川陆军学堂时的同班同学。
当时，刘湘在班上年龄最小，而比他大许多的张斯可，慧眼识英才，认准刘湘是个可资造就的人才，
因而，对刘湘的方方面面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关心和辅导，像是他的大哥哥。
他们那时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以后，张斯可一直追随刘湘，忠心耿耿，出谋划策，贡献颇多。
况且，张斯可本身也是一个足智多谋，文韬武略，最有参谋资质的人。
刘湘对他言听计从，依之甚重、甚深。
早年，当刘湘当上四川省第二师师长时，偌大个四川就只有两个师。
那时，刘湘率军驻防合川，张斯可看他少年得志，时时在刘湘耳边敲响警钟，告诫他千万不要自满自
足，要树雄心，立壮志，并为他制定出了一个“统一中国，问鼎中原”的宏图远景。
他要刘湘一方面广泛团结军校同学，着意培养亲信；一方面开办讲习所，训练基干⋯⋯刘湘这样去做
了，这就浇铸起了他以后事业赖以成功的两根基柱。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张斯可帮他一手策划、建立起来的武德学友会，简直就是为刘湘铸起了一个
军魂，为刘湘日后事业的发展、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后，张斯可又为刘湘延揽了王陵基、钟体乾、傅常、鲜英等大批人才。
正因为如此，刘湘后来才得以统一四川，事业蒸蒸日上。
　　不仅如此，张斯可为了刘湘的宏图大业，多年来在省内外多方奔走，不辞辛劳，不遗余力。
特别是，1932年，在甫帅的幺爸，时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国民政府24军军长刘文辉，与同居一城的29
军军长田颂尧进行至关重要的成都巷战前夕，在背后支持田颂尧的甫帅，离开重庆经过成都，回老家
大邑安仁镇祭祖探亲时，张斯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次，甫帅轻车简从，身边只带了两个人。
一个是模范师师长，大名鼎鼎，据说能呼风唤雨，能掐会算的刘从云“刘神仙”，一个就是张斯可。
带“刘神仙”，不过是施的一个障眼法，真正起作用，给甫帅拿主意、出主意的是张斯可。
那次的成都巷战，表面上是刘文辉胜了，其实，就是那次，也就把后来“二刘”决战中刘文辉必然失
败的陷阱埋设好了。
长期以来，张斯可都是幕后英雄，但刘湘集团中的人，都知道他居功至伟。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始终布衣微行，不计名利，对刘湘维护始终，始终以甫帅的马首为瞻。
因此，张再越发赢得甫帅信任、尊重；在刘湘集团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而在这次不同了！
长衫一袭，面目清癯的张再站了起来，很不客气，火气很大，很直接地冲刘湘说：“‘国家有难，匹
夫有责！
’这话当然是对的。
抗日也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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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抗日也得讲究一个主次！
”这就是在明显批评甫帅了，他进而说：“看来，这次甫帅是要不管不顾地，不仅把四川整个拿出去
，把自己也要拿出去了！
”张再话不多，意思全到了，张再说话就是这样一针见血，让甫帅有些坐不住了。
这叫什么话？
怎么说是“甫帅要把四川不管不顾地拿出去，把自己也要拿出去？
”张再就是这样敢说话，所有人都看着他。
　　张再不依不饶，又说：“甫帅此举，是何等的深明大义，以国事为重，感天动地！
”这就有些讽刺意味了。
刘湘虽然笑着，听他说下去，可脸上的神情很有些尴尬。
　　张再又说：“可是，我们甫帅是君子，人家有的人却是小人⋯⋯”这里，张再口中的“人家”、
“小人”指的是谁，大家都心知肚明。
张再说着举了些过去“小人”如何不择手段想把四川拿过去的例子。
进而忧心如焚地指出：“如果把四川腾空了，甫帅也出去了，岂不是给小人以可乘之机！
况且，甫帅在病中，也不宜出外统军杀敌。
总而言之，请甫帅三思而后行⋯⋯”　　会上，张再的发言，真可谓字字泪，声声血，情动于衷，很
感人。
毫无疑问，张再这番话，是真心为川、保主，而且，他的后面有一大批支持他的人。
他的话极具代表性。
况且，本身也不是没有道理。
张再这番话说得与会的好些人频频点头。
而且，张再那天的表现，有一种豁出去的味道，就像历史上每每到了关键时期，总有一些为了国家民
族利益挺身而出，不惜杀身成仁，目光如锥，有真知灼见，为主献上诤言的谏臣、忠臣。
张再这番诤言说完后，座无虚席的会场上一时鸦雀无声。
人们的目光，唰地一下掉过去，注意看着坐在台上的甫帅，都以为甫帅很可能要雷霆震怒，给张再发
作！
因为甫帅脾气再好，但毕竟是军人，是“四川王”，你张再理再端，总是弄得甫帅下不来台。
甫帅难得发脾气，但发起脾气相当吓人，好些人都担心起来。
　　刘湘倒不像历史上那些昏君，对像张再这样说话不好听的谏臣，动辄喝一声，拉出去斩了，也没
有给张再发作。
可是，向来对张再言听计从的甫帅这次也很固执，对张再的话，坚决不听，三言两语就给打了回去，
而且说出的一番话，也是发自肺腑，着实动人。
　　他说：“张高参的这番话确实有道理。
我也知道，张再的话是为我好，为四川好，他的话代表了好些人的心声。
但是，大道理要管小道理。
现在是非常时期！
不说其他，就说我们自己，我们中好些人，尤其是我刘甫澄，在四川关起门来打了半辈子内战，现在
想起来都报不出盘。
如果这个时候了，我们还在这里患得患失，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甫帅
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哪个还敢说啥子，哪个还能说啥子！
事情就这样定了。
　　会后，甫帅雷厉风行，立刻将首批出川抗日的部队造册，上报中央军委：　　拟立即组建第二路
预备军总司令部，刘湘任总司令，邓锡侯任副总司令。
下属两个两个纵队，计五个军，十一个师，约10万人。
　　一纵为三个军：41军、45军和47军。
41和45军，就是原来田颂尧的29军和邓锡侯的28军。
田颂尧下去后，副军长孙震接任了这个军的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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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一纵这两个军的军长，分别是孙震和邓锡侯兼任。
47军军长是四川原边防军司令李家钰。
　　二纵为两个军，这就是刘湘的基干部队21军和在21军基础上扩大的23军。
原先刘湘最信任、最倚重的两个师长唐式遵，潘文华，分别任这两个军的军长。
　　很快接到国民党中央军委批复，这样快的办事效率，是过去国民党中央军委从来没有过的。
上面准其所请，只是在命令中又作了些补充修改。
全国划分为十个战区，中央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不日出川去南京组建战区司令部。
命令中撤销了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部这个名称。
一纵改为二十二集团军，二纵改为二十三集团军。
　　上面重新任命如次：　　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副总司令孙震，两人同时分别兼任45
、41军军长。
李家钰的47军稍后出川。
命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兼任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潘二人为该集团军副总司令兼21、23军军
长。
　　这道命令很给人刺激，特别是给刘湘的刺激处在于：二十二集团军的41、45军出川后，划归二战
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参加山西战事。
至于稍后出川的47军没有提。
这样一来，甫帅就被一纸释兵权了。
可是，向来视川军如自己命根子的甫帅、“四川王”刘湘，这回对这命令竟也认了，没有对中央军委
的这一纸命令提出任何异议。
　　这道命令很细。
对二十二集团军孙震的41军，何时从驻地德阳开拔起程，何时到成都汇同邓锡侯的45军，何时从东大
路出川，过秦岭驰援山西，何时在何地集中等等，都有明确的时间规定。
命令同时说，鉴于甫帅目前身体欠安，可先在川内休养、治疗。
二十三集团军的两个军，由唐、潘二人在重庆集结，稍后走水路，经夔门出川开赴淞沪前线作战，至
于先到何地，何时到达等等，也都有明确规定。
可是，唯独两样最不能或缺的大事，军委在命令中，连提都不提。
这就是：一、出川川军的武器装备如何解决；二、出川川军现在逼不急待，急需更换的军装问题。
　　川军的武器装备之差，差得简直没有底。
不要说根本不能同一色德式装备的中央军比，就是在全国“杂牌军”中都是最差的。
战士普遍使用的都是老掉了牙的川造步枪，连清末重臣张之洞，当年在湖北武昌开办的军工厂造出来
的所谓“汉阳造”步枪，在川军中都宝贝得不行。
汉阳造步枪，在川军中的配置还不到百分之二十。
而且，这些老掉牙的川造步枪，好些还都没有配备肉搏战必须的刺刀。
因为年深月久，这些川造步枪很笑人。
有些枪，连来复线都没有了，准星也是歪的；有些枪拴在枪槽中是松动的，急行军时为防止枪拴滑落
，得找一根细绳子来将枪拴绑上⋯⋯这样的枪，上山赶赶野兔，轰轰山鸡，或许勉强可以。
真的要开枪打死在山上奔跑的野兔，从树丛中飞上天去的山鸡都不行，何况是出川去打“国仗”！
是去同武装到牙齿，训练有素，装备之好，武力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日本军队作战！
而大兵团作战必备的野战医院，通讯联络，重炮等等，川军更是一概没有。
每个师，轻机枪多的十余挺，少则几挺，重机枪更是少得可怜。
每个师只有寥寥几门迫击炮；像山炮，野战炮这些正规战必需的重武器，川军更是全然没有。
　　另外，更为迫切的是，已经是这个时节了，川军官兵还穿的都是单衣短裤。
这样的装束，在气候温和的四川盆地，勉强可以将就一段时间，然而，到山西就不行了。
不要说到山西，部队这样的着装，要翻越秦岭都不行。
部队这样出川作战，简直就是在开玩笑！
然而，这两个大问题，从中央军委命令中看，好像根本就不存在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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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军委命令中这两个严重的缺失，邓锡侯和孙震等都反应强烈，他们再三坚持，强调上面非解
决不行。
不然，二十二集团军不能出川！
经再三交涉请示，上面表示，已请准蒋委员长，因为时间紧急，形势紧张，首批驰援山西的川军，必
须立刻开拔。
至于川军所需军装、武器弹药等等，为节约时间，以免周转，立刻照数点拨给二战区，让二战区军需
部门代为保管，待川军一到宝鸡，立刻解决云云。
至于首批川军开拔必须要的460万元经费，上面不松口，坚持说，四川是天府之国，不再乎这点小钱，
他们要四川方面自己解决这笔开拔费。
　　而这样欺负人的答复，刘甫公竟然也全部答应下来。
从来没有见过甫帅有这样好的脾气，这样好说话的时候，有人在背后嘀咕：“甫帅简直就是哭着、闹
着去求老蒋，我们要出川去打日本！
”“用我们四川乡下一句具有讽剌意味的话来说，这就叫‘手中端着三牲（祭祠的猪头）还怕找不着
庙门！
’该老蒋来求甫帅的，却是我们的甫帅去求老蒋，事情完全弄反了！
”⋯⋯　　但是，甫公既然定了，拟定首批率军出川，火速驰援山西的邓锡侯和孙震也不好反对，况
且，他们本身也是积极抗战的热血军人。
　　现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上面拨给川军的军服装备都已经到位，据悉，已如数进了宝鸡兵站，全
部入库。
但是，却始终得不到落实。
他们数次忧心如焚地把电话打到太原二战区司令部，对方的回答总是支支吾吾的，说找阎长官，对面
总是推托阎长官不在⋯⋯本来很简单的事，现在看来很复杂。
因此，他们不得不把这悬而未决的事看成第一要事！
不得不放下手中要理的千头万绪，要办的多项要事，急如星火地赶去太原，找到阎锡山落实这两桩事
。
　　这时，邓锡侯、孙震都在忧思重重地想像着他们那些身着单衣短裤的几万名官兵，翻越高寒的秦
岭时的千难万险，还有无法避免的自然減员！
那场面必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
　　部队从金牛道出川。
金牛道说起来好听，其实，好些地方都是蛇一样逶迤的盘山栈道，云遮雾锁。
栈道是秦汉时期修建起来的。
栈道，先是用人工在看来完全没有路的半山腰打出一个个方孔，孔上横插木条，再在这些稀疏的木条
上搭上木板，勉强搭成一条悬崖上的路。
因年深月久，这些栈道，虽说后来历朝历代都有些修补，但许多地方早已是腐朽不堪了。
这条盘山栈道，在莾莾苍苍，巍峨高耸云天的秦岭间忽上忽下，绕来绕去，九曲回肠。
往往是，栈道就在半山腰上绕，一边是千刃绝壁，一边是万丈悬崖，或是万丈悬崖下山草掩隐着的深
涧。
在那些危乎一线的深涧中，水声咆哮如雷，溅起深深的寒意，望下去头晕目眩。
而到了这个时节，山顶上大都已铺上了皑皑白雪，寒意袭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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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八年抗战，四川出兵最多，牺牲最重。
当时，平均每十五、六个川人中，就有一人在前线作战，川军伤亡人数是全国总伤亡的五分之一。
在抗战最困难时期，四川一省就单独支撑了全国财政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其多项指标，都是全国之冠
。
 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寒风瑟瑟的深秋时节，数十万身着单衣短裤，打绑腿，穿草鞋，身背斗笠和大
刀，手持劣质步枪的川军迅速出川，奔赴全国战场，一时，“无川不成军”。
在完全不具备对日作战的条件下，川军作战之骁勇，战绩之辉煌，伤亡之惨重而不屈不挠，前赴后继
，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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